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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2 年 9 月 17 日至 28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1(b) 
关于贸发会议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 

  关于贸发会议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被占巴勒斯坦领土
的经济发展动态1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2 

 内容提要 

 与前几年相比，2011 年巴勒斯坦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更加难以达到。对流

通的限制、援助流量的下跌、私营部门瘫痪、长期性的财政危机等，都给经济前

景笼罩了一层乌云。加沙最近的增长恢复，但也是不能持久的。高失业率持续存

在，使贫穷状况恶化，两名巴勒斯坦人中就有一人被列为穷人。在当前的情况

下，私人需求乏力，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支出减少，这使得预期目标无法实现。

捐助方必须使援助付款可预测，与贸易有关的财政收入应该增加，以防止社会经

济的全面危机。占领对巴勒斯坦生产基础的影响，特别是对农业部门的影响是毁

灭性的。该经济体无法进入西岸 40%的土地，无法获得西岸 80%的地下水，再

也无法进入其三分之二以上的放牧地。在加沙，有一半的可耕地再也不能进入，

85%的渔业资源也已失去。建立一个农业发展银行，为农业提供信贷和投资，并

分担风险，则有利于巴勒斯坦经济的战略发展。尽管资源有限，贸发会议仍在支

  

 1 本文件中所采用的名称及材料的编写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
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或边界线的划法，表示任何意见。根据联合国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和决定，本报告提到被占巴勒斯坦领土时亦涉及加沙地带和西

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使用“巴勒斯坦”一词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该组织在
1993/1994 年与以色列签署协定之后，建立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巴勒斯坦国”这一提法符
合安全理事会第 1397(2002)号决议表示的看法。 

 2 2012年 9月 5日前，媒体不得引用本文件所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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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巴勒斯坦在各领域的体制能力发展，包括在海关现代化、贸易便利化和巴勒斯

坦经济的计量经济建模等方面的培训和技术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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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虚假增长：巴勒斯坦经济继续蒙受损失 

1.  被占巴勒斯坦领土(被占巴领土)2011 年和 2010 年的增长率分别为 9.9%和

9.8%。这给人一种经济繁荣的印象，但现实情况是，增长的动因是与建筑有关的

活动。这种活动主要是为了在 2008 年 12 月和 2009 年 1 月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

行动造成破坏后而对部分建筑物予以修缮。加沙地带的地方经济在 2011 年和

2010 年分别增长 23%和 29%，而西岸的增长率分别为 5.2%和 4.4%。 

2.  加沙的强劲增长，原因是前几年的情况恶化造成的低起点，另一个原因是靠

援助。其中的原因还有，通过跨界渠道从埃及进口的生产投入和消费品增加，以

色列对消费品和国际组织监督的重建活动的材料的进口限制有所放松。但是，对

生产投入的进出口的限制仍然很严格。尽管增长强劲，加沙 2011 年的国内实际

人均总产值仍然比 2005 年低 10%。因此，表面看到的增长率仍然很容易逆转并

受到以色列安全政策的影响。 

3.  由于西岸的增长稳定，加沙的增长可能下降，因此巴勒斯坦经济可能在 2012 年

会恶化。如果增长的收缩势头增强，再加上持续长期的占领对经济的限制以及十多

年来大大低于能力的运作所产生的影响，巴勒斯坦经济条件极其有可能恶化。 

 A. 对行动的限制、援助的减少和财政危机损害增长 

4.  由于继续对人员流通实行限制(西岸的路障从 2010 年的 500处增加到 2011 年的

523 处)，继续对加沙的经济封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财政危机以及捐助方的支助

减少，因此巴勒斯坦经济一直在大大低于潜力的状况下运作。此外，由于更多的巴

勒斯坦基础设施被拆毁(特别是房屋)，尤其是在东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周边地区以色

列定居点的扩张(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2011 年)，因此 2011 年的

贫困状况进一步恶化，使各巴勒斯坦“班图斯坦”现有的地形分割更为严重。
3 

5.  近年来，对维持巴勒斯坦经济和防止出现更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来说，援助

不可或缺。因此，2011 年捐助方的支助减少，对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

经济对援助波动的敏感度只是巴勒斯坦发展问题的一个表象，而不是根源。由于

占领和定居点而使巴勒斯坦的自然资源、土地和水丧失，巴勒斯坦生产商被孤立

在区域和全球市场之外，他们无法采购生产投入，无法出口货物和服务，这是阻

碍经济强劲发展的关键的长期制约因素。 
  

 3 在关于占领的经济地理的研究中采用了这一概念。例如： 

      (a)  Farsakh L (2005). Palestinian Labour Migration to Israel: Labour, Land and Occup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b)  South  Africa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2009). Occupation, Colonialism, 
Apartheid? A reassessment of Israel’s practices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May. Cape Town; and 

      (c)  Israeli Committee Against House Demolitions (2012). Demolishing Homes, Demolishing 
Peace.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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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尽管上述制约性的条件阻碍了正常市场经济的建立，因此也不能同时扩大公共

收入基础，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巴权力机构)发起了一项广泛而在政治上困难的财

政和体制改革，以促进国内外私人投资的扶持环境。但是，由于以色列坚持执行封

锁政策，而且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损失严重，因此这些努力的潜在效果很小。 

7.  长期的占领以及与日益扩张的定居者/殖民性企业冲突而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

(Salamanca et al.， 2012)，是巴勒斯坦经济发展努力失败的主要原因。要形成可

持续的发展，前提条件是结束定居和占领。以色列占领与巴勒斯坦人民之间在经

济和政治权利平衡方面如果不发生巨大的转变，那么被占巴领土将仍然难以实现

真正的经济复苏。解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工人的限制(包括对他们流通的限制)(国
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2012 年)，解除对商业和贸易的限制，帮助巴权力机构

充分获得贸易税收，将是消除占领的不利影响，提高按照联合国各有关决议的呼

吁建立拥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方面的几个首要步骤。 

 B. 高失业率，以及生产力和实际工资下降 

8.  被占巴领土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2011 年的失业率为 26%，2010 年是

30%，但是，虽然观测到了这种改善，但同时劳工生产力却令人担忧地下降了

4%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巴统局)，2012 年)。2011 年，西岸尽管有 5%的增长，

但失业率仍然没有改善，表明有较高创造就业潜力和生产力的部门因占领和严格

的流通和进入限制而受到极其大的影响。在加沙，由于国际组织在以色列对进口

的限制略有放松后执行了一些项目，因此，2011 年的劳动市场有所改善，失业

率下降了 9 个百分点，或 33%。 
 

 

 

 

 

 

 
9.  但是，2011 年被占巴领土的工资增长落后于通货膨胀(巴统计局，2012 年)。
因此，2011 年的平均实际工资比 5 年前低 8.4%。平均实际工资的下降在西岸更

为明显；加沙略有上涨，但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那里的工资只有西岸平均

工资的 70%(巴勒斯坦货币管理局(巴货币局)等等，2012 年)。工资的这种收缩，

令人想起一些阿拉伯邻国在酿成最近的起义之前的趋势，只能对巴勒斯坦人民面

临的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火上浇油。 

Figure 1
OPT: Index of real wages (2004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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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被占巴领土：实际工资指数 (2004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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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通货膨胀使实际收入减少，使贫穷增加 

10.  2011 年，被占巴领土的通胀率为 2.9%，西岸和加沙分别为 3.5%和 0.6%。

在西岸，几乎所有商品类，包括燃料等等的价格都有所上涨；电费上涨了 18%，

这是由于实行了一项以成本计的统一价格政策以及以色列电力公司提高了价格

(巴货币局等等，2012 年)。通胀是引人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巴勒斯坦消费

者不得不适应以色列的高价格而在最近提出抗议的主要原因。除了购买力下降和

生活水准降低以外，通胀还在成本方面使生产商增加压力。 

11.  加沙的通胀率低，说明通过活跃的地下隧道经济从埃及进口的货物的供应

量较大(巴统计局，2012 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通过地下隧道运输进口商品的

成本很高，但进入加沙的主要食品的价格仍然比从以色列进口要便宜 10%至

15% (巴货币局等等，2012 年)。这证实了贸发会议的研究(2011 年、2004 年)，
表明如果允许巴勒斯坦经济自由参与国际贸易，巴勒斯坦从以色列或通过以色列

进口的许多商品可以以更低的价格通过埃及和约旦的港口获得。 

12.  更令人震惊的是，尽管东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大都市“大耶路撒冷”包括在

内，但它的贫穷率仍然高于加沙。贫穷率从 2006 年的 64%飙升到 2012 年的

78%(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公民权协会)，2012 年)。贫穷率急剧上升的原因是：失

业率高，影响到了在耶路撒冷的 40%的巴勒斯坦男性和 85%的巴勒斯坦女性；缺

乏市政基础设施以及住房和经济机会；隔离障碍以及该市越来越孤立于巴勒斯坦经

济体的其他地区，在与西岸其他地区的社会和政治融合方面产生了不利影响。 

13.  长期的粮食不安全反映出了严重的贫穷问题。三名巴勒斯坦人中有两人受

粮食不安全的影响。最近的数据显示有 33%的巴勒斯坦家庭得不到粮食安全，还

有 13%的家庭易受粮食不安全的影响，21%的家庭能勉强得到粮食安全。这个问

题在加沙要严重得多，那里有 52%的家庭没有粮食安全，还有 13%的家庭易受

粮食不安全的影响(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巴统

计局，2010 年)。 

 D. 尽管巴权力机构实行改革，财政危机依然存在 

14.  2011 年巴权力机构继续开展始于 2008 年的大范围努力，以减少预算赤字，

实现财政可持续性，减少对捐助方支助的依赖。这些改革是在捐助方支助减少、

发展支出地和基础设施被破坏等恶劣的环境下开展的。同时，私营部门没有能力

来减轻巴权力机构的财政压力，它们无法扩大投资和输出，因而也不能扩大税基

并创造体面的就业来减少巴权力机构作为最后雇主的压力。 

15.  2011 年，巴权力机构继续努力减少对各市的公用事业补贴(净借贷)，它实

行了一项统一的电费制度，实行预付电表制，使缴费率有所提高(巴勒斯坦民族

权力机构(民族权力机构)，2011 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还起草并颁布了一项收

入税法，以增加收入税的收入，从占国内总产值 1.5%的低水平提高到接近于 5%
的区域平均水平，并减少对间接税及其所含的累退内容的过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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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经济：关键指标 a 

 

资料来源：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巴统计局)、巴权力机构财政部、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以色列中
央统计局。 

 ∗ 初步估计。 

 a 由于巴统计局无法进入东耶路撒冷，这些数字不包括东耶路撒冷，但人口数字除外。 

 b 按照劳工组织的“宽松定义”，失业率包括“失去找工作信心的工人”。 

 c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贸易数据指货物、以及非要素和要素服务。 

 1995 1999 2002 2005 2008 2009 2010* 2011*

宏观经济绩效 

内产值实际增长率(%) 6.0 8.8 (13.3) 8.6 7.1 7.4 9.8 9.9

内产值(百万美元) 3 220 4 179 3 433 4 634 6 247 6 764 8 331 8 769

国民总收入(百万美元) 3 699 4 932 3 656 4 992 6 884 7 311 8 930 9 426

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百万美元) 4 099 5 306 4 708 6 120 10 057 9 437 10 921 11 790

人均内产值(美元) 1 400 1 493 1 125 1 410 1 737 1 827 2 186 2 232

人均国民总收入(美元) 1 608 1 763 1 199 1 519 1 914 1 975 2 343 2 399

人均国民总收入实际增长率(%) 0.7 4.1 (16.7) 7.2 5.2 2.7 6.4 5.3

人口和劳动力 

人口(百万) a 2.34 2.96 3.23 3.51 3.83 3.94 4.05 4.23

失业率(%) b 32.6 21.7 41.2 29.0 32.4 30.1 30.0 25.8

总就业人数(千) 417 588 452 603 667 718 744 837

在公共部门 51 103 125 145 161 181 179 181

在以色列和定居点 68 135 42 56 67 73 78 84

财政收支(占 GDP的%) 

扣除欠款和结算款的收入净额 13.2 23.9 8.5 29.5 25.1 23.6 23.1 24.5

经常支出 15.3 22.6 29.0 43.0 46.2 47.2 36.9 36.9

总支出 25.6 29.9 35.4 49.2 55.6 49.8 41.5 41.2

综合结余－现金收付制 (12.3) (6.1) (27.0) (19.7) (30.5) (26.2) (18.4) (16.7)

对外贸易 

经常转账净额(百万美元) 400 399 1 096 1 175 3 230 3 219 1 991 2 364

货物和服务出口额(百万美元) 499 684 380 613 960 919 1 151 1 015

货物和服务进口额(百万美元) 2 176 3 353 2 519 2 864 4 086 4 363 4 626 4 192

贸易余额(百万美元) (1 677) (2 670) (2 139) (2 250) (3 126) (3 444) (3 475) (3 177)

贸易余额(占 GDP的%) (52.1) (63.9) (62.3) (48.6) (50.0) (50.9) (41.7) (36.2)

与以色列的贸易余额(百万美元) (922) (1 598) (886) (1 945) (2 888) (2 558) (2 841) (2 677)

与以色列的贸易余额(占 GDP的%) (28.6) (38.2) (25.8) (42.0) (46.2) (37.8) (34.1) (30.5)

巴权力机构与以色列的贸易总额/ 
巴权力机构贸易总额(%) c 92.3 69.7 56.3 83.6 89.7 74.4 75.6 84.7

巴权力机构与以色列的贸易总额/ 
以色列贸易总额(%) c 4.3 3.9 2.1 2.7 2.8 3.0 2.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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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尽管做出了上述努力，但预算赤字依然存在，因为岁入和捐助方的支助减

少低于预期。从 2009 年至 2011 年，经常性现金预算减少约 11 个百分点，达到

GDP 的 12.4%(1999 年，这项节余为盈余 1.3%)。就承诺而言，经常性赤字在近

三年减少了约 12 个百分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巴民族权力机构)财政部，

2012 年)。 

17.  即使巴权力机构的岁入从 2009 年的 18 亿美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22 亿美
元，但仍然低于预测。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加沙的 GDP 增长不产生岁入，西

岸的增长慢于预期。在支出方面，控制支出的措施使得特权减少，业务和资本支

出减少，巴勒斯坦保健部门和整个加沙的公共就业减少。因此，总支出保持在

2009 年 32亿的水平。 

 E. 捐助方的支助和税收不确定，债务额提高，增加了财政脆弱性 

18.  向被占巴领土的经常性净转账(主要是捐助方支助)2011 年为 24 亿美元，比

前两年减少 27%。预算支助为 9.8 亿美元，这笔支助比巴权力机构这一年的资金

需求总额短缺 5.2 亿美元，这迫使巴权力机构从国内银行借款，对私营部门供资

者和公共养恤金的欠款越积越多。欠款增加 5.4 亿美元，欠国内银行的债务就增

加了 1.4 亿美元，到 2011 年底达到 11 亿美元，占公共岁入的 50%(中东协调
员，2012 年)。债务和欠款的增加，将削弱巴权力机构今后几年的财政状况，因

为还债将优先于执行计划的预算。 

19.  2012 年的外部资金需求总额估算为 13 亿美元的预算支助，3 亿美元的发

展支助，初步指标表明资金缺口为 5.4亿美元。如果得不到资金，这个缺口将

迫使巴权力机构削减基本服务的支出，再次从已经面临过度风险的国内银行

寻求资金，并继续积累对已经紧张不安的私营部门的欠款。这对巴权力机构

自身的可持续性造成严重的威胁，除非捐助方承诺提供充分的援助资源，并

及时兑现。 

20.  巴权力机构的财政不稳定，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根据《巴黎议定书》的

规定，以色列代表巴权力机构征收巴勒斯坦贸易结算收入，因此这笔收入必须通

过以色列。2011 年 5 月和 11 月，以色列一如 2002 年和 2006 年，为了推进它的

政治目标而即使扣留的资金最终转到了巴权力机构的账上，但这项措施扰乱了巴

权力机构的财政状况和巴勒斯坦经济，因为公共支出是经常增长的一个关键来

源，结算收入占总收入的 70%(世界银行，2012 年)。扣留结算收入，削弱了巴权

力机构履行其对私营部门的合同义务和准时支付工资的能力。这种做法还影响到

投资前景，因为它创造了一种不确定的气候，增加了私人供资方和债权人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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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巴勒斯坦财政困境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发展支出占预算的比例微不足

道，2008 年只达到 2.15 亿美元，即占 GDP 的 3.4%。2011 年，发展支出略有增

加，达 3.68亿美元，即占 GDP 的 4.2%。在这方面必须强调，鉴于基础设施的损

耗和对许多巴勒斯坦生产基础的限制，由于低水平的发展支出而造成的利益损失

很可能非常高。 

22.  巴权力机构长期的财政薄弱，主要原因是一种通过向以色列流失收入的财

政收费制度以及在征税和确保方面没有主权的问题。这缩小了税基，降低了征税

率，增加了巴权力机构针对经常性人道主义和经济危机的支出义务的压力。巴民

族权力机构国民经济部就占领对 2010 年巴勒斯坦经济造成的经济成本(已损失的

产出潜力计)做了一项估计(2011 年)，估计的损失为 69 亿美元，即约占 GDP 的

82%。如果没有这种损失，巴权力机构的账户可以达到平衡，可以有大量资源用

于发展。这种经常性的隐性成本阻碍了经济增长，使增长对发展的影响微不足

道。 

23.  有人认为可以通过进一步削减公共支出实现财政可持续性，这不仅忽视了

财政危机的真正原因，而且单纯从财政上来看，这也是不攻自破的。巴权力机构

进一步削减支出，将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两个方面都会带来压力。随之会引起经

济增速放慢，减少税收，并使得巴权力机构遏制随之发生的贫穷的社会支出膨

胀。2006 年至 2011 年，实际的公共平均工资下降 8.4%，而公共就业几乎停滞不

前(巴统计局，2012 年)。对公共就业和工资的进一步压力，特别是在加沙，不仅

可能使经济发生萧条，而且还会削弱社会和谐，破坏在未来建立一个有生存力的

巴勒斯坦国而奠定体制基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24.  要对巴权力机构的财政困境做分析，就必须要承认，公共就业和社会支出

的水平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以色列的占领遏制了私营部门创造就业和增加

税收的能力。将巴勒斯坦公共部门的工资额占 GDP 的比例与其他国家做比较，

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样的比较忽略了占领的影响，可能会因此而采取令人怀

疑的政策。因此，如果要将巴勒斯坦的社会经济指标与区域平均值做比较，都应

该考虑高度依赖援助，巴勒斯坦受以色列货币政策的影响并依赖以色列的货币，

以及缺乏主权，进入或获得土地、水和自然资源受到限制等的因素。 

图 2
巴权力机构：发展与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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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要维护巨额的雇员工资义务造成的公共预算负担以及通常应该由主权国家
负责的一系列安全和公共体制支出，对一个自治当局来说，唯一可用的工具，似

乎只能是推行这种财政政策。但是，巴权力机构越来越必须要通过“结构改革”

来单独承担连中低收入国家也难以承担的财政责任，而且这种改革在这种情况下

至少可以说是不适当的。这种措施，以及降低有效的巴勒斯坦“社会保护底

线”，使中低收入的家庭和国内生产商都承受了巨大的负担。这种情况，在紧张

的三方社会对话后，还是引起了公众的抗议，但仍然没有得到改观。关于巴勒斯

坦财政危机的辩论一直没有结果，要摆脱这种状态，有关各方都必须根据国际法

做出估计，即：巴权力机构对继续存在这种现状付出代价的义务应该在哪一点上

结束？国际社会和占领国对此的义务应该在哪一点上开始？ 

 F. 贸易赤字和对以色列的经济依赖依然存在 

26.  2011 年，巴勒斯坦的出口未见复苏。出口的不景气，反映了生产能力的下
降，反映了私营部门所面临的不利环境，反映了对流通的限制。此外，对加沙的

封锁使其出口能力大量丧失，对它的伤害特别大，因为加沙的农业及其大多数的

工业是以出口为导向，并严重依赖进口商品的。2011 年，巴勒斯坦的出口下降
1.36 亿，略超过 10 亿，占 GDP 的 12%。进口也有所下降，减少了 4.34 亿美
元，达 42 亿美元，占 GDP 的 48%。因此，尽管比前几年所占 GDP 的比例略降
低，即占 36%，但贸易赤字仍然保持在 32亿美元。 

27.  鉴于巴勒斯坦严重依赖以色列作为进口来源和出口的目的地，因此对以色
列的贸易和经济依赖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2011 年，与以色列的贸易占巴勒
斯坦贸易总额的 83%，83%的进口源自或通过以色列，80%的出口由以色列的市
场所吸收。因此，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贸易赤字占赤字总额的 84%，占 GDP 的
31%。 

28.  这种高度的依赖使巴勒斯坦经济失去了更具竞争性的进口来源和出口市
场，使其更加容易受到以色列商业周期和安全政策的影响。从 2008 年至 2011
年，由于以色列加紧限制，巴勒斯坦向以色列的出口大幅度下降了 24%(货币基
金组织，2012 年)。因此必须减少对以色列的贸易依赖，对巴勒斯坦的贸易作重
新定向，促进它融入贸易安排较为优惠的阿拉伯和区域经济。2012 年 4 月在多
哈的贸发十三大期间举行了一次专题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专家们指出，

4 
恢复这些历史上的贸易路线，对振兴巴勒斯坦出口部门和整个经济，是不可或缺

的。 

  

 4 http://unctad.org/en/pages/InformationNoteDetails.aspx?OriginalVersionI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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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巴勒斯坦发展的关键障碍 

29.  在贸发十三大上，成员国同意必须评估被占巴领土的经济发展前景，并研
究对贸易和发展的障碍。这样做的目的应该是帮助减缓强加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

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予以作为国际社会对建设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承

诺。这几年来对被占巴领土经济的系统监测表明，尽管有一些表面现象似乎与此

相反，但巴勒斯坦经济面临的关键障碍都与占领有关，而与巴权力机构的经济政

策的关系则并不很大，因为严格地说，它的经济政策的范围是有限的。以色列的

占领抹杀了市场机会，收缩了生产单位赖以发展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因生产商的

成本和风险增加而阻碍了私营部门的投资。 

30.  C 区(受以色列控制)占西岸土地的 63%，但它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私人投资受
到限制。巴勒斯坦在这一地区的投资活动需要得到以色列的允许。巴权力机构关

于这种许可的申请一律遭到拒绝，或者至少是拖延几年。例如，关于巴勒斯坦税

务局执行 Wadi Azumar 废水项目的许可申请在十年以后才得到允许。这种严峻
的条件影响了对国家战略物资和自然资源的获得，因此，国家建设只是一个可望

而不可及的概念。在当前的条件下，所有努力都应该围绕防止定居和占领对巴勒

斯坦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侵犯，确切地说应该予以逆转。 

31.  中东协调员在提交 2012 年 3 月 21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特设联络委员会会
议的报告(2012)中说，“缺乏一个与巴勒斯坦建国计划所获进展相称的政治前
景，这仍是一个根本障碍，导致无法给当地巴勒斯坦人带来更有意义的变化。”

巴勒斯坦经济的复苏需要就联合国有关决议设想的两国之解决办法采取可靠的步

骤。只有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封闭以及对 C 区的公司投资、土地控制和使用、自
然资源管理的限制，才可能走上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轨道。经济复苏还需要有及

时、可预见和大量的捐助方支助，不仅要有财政支助，而且还要对投资予以融

资，以复兴遭到破坏的生产基础。 

 二. 被封锁的巴勒斯坦农业 

32.  农业部门是巴勒斯坦经济生存和两国之解决办法得以实现的基石。但是，
该部门一直未能发挥战略作用，因为土地被剥夺，巴勒斯坦农民不能进入农业地

区，也无法进入内部和外部市场来出售他们的产品并购买生产要素。 

33.  西岸和加沙的农业可耕地估计为 1,925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31%)。可耕地
的 91%在西岸，其余在加沙地带。由于在获得水资源方面受到限制，灌溉农业只
占可耕地的 14%，其中 56%在西岸。雨养旱区占耕地的 86%，其中 97%在西
岸。地下水是加沙灌溉的主要来源(巴民族权力机构农业部，2010年)。 

34.  2011年，农业部门占 GDP的 5.5%，约占就业总数的 12% (巴统计局，2012
年)。在农业部门受雇的 292,000 工人中，约有 94%是无报酬的家庭成员(巴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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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等等，2012 年)。农业部门约占巴勒斯坦出口的 15%，主要的出口商品是橄
榄、橄榄油、蔬菜和切花。 

35.  巴权力机构认识到农业部门的实际作用及其对奠定今后发展的牢固经济基
础的潜在贡献，更不用说它是粮食、收入和就业的来源了，尤其是在危机时期。

因此它发表了关于在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可持续农业方面的目标(巴民族权力机
构农业部，2010 年)。但是，1999 年以来，巴权力机构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无
法向这一受困的部门提供充分的支持。因为紧急状况以及经济和人道主义频  ，
花掉了它大量的注意力和资源。因此，近年来的农业只占捐助方支助和巴权力机

构预算拨款的 1%。 

 A. 对流通的限制、定居点和隔离障碍侵蚀了农业生产基础 

36.  对巴勒斯坦人和货物的流通限制对农业部门造成特别严重的伤害。这种限
制削弱了农民进入自己土地开展必要的工作的能力，也削弱了他们进入市场，获

得进出口的农业投入和输出的能力。易腐烂和保质期短的农产品受这种措施以及

在检查站卸货装货的影响特别严重。因此，生产和交易成本大幅度增加，减少了

巴勒斯坦生产商的利润。他们发现越来越难以与以色列定居点受到补贴的产品进

行竞争，因为以色列定居点的生产商使用的技术先进，用水不受限制，能够以正

常的成本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 

37.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由于生产性树木被连根拔掉，土地被填平，取不到
水，因此农业的生产基础遭到系统的损害。在第二次“起义”中(2000 年至 2006
年)，以色列在加沙拔掉了 100 万棵树，在西岸拔掉了近 60 万棵树(西班牙国际
合作署，2007 年)。据估计，1967 年来拔掉了约 250 万棵果树(巴民族权力机构
国民经济部，2011 年)。以色列对 C 区巴勒斯坦土地(占西岸的 63%)管制使农业
土地和牧场大幅度减少。在 200万德南5 的巴勒斯坦牧场中，只有 31%可供放牧
(巴民族权力机构农业部，2010年)。 

38.  隔离障碍以及定居点和有关的基础设施的增加，造成巴勒斯坦重要的农田
和水资源的实际损失。这种障碍导致巴勒斯坦生产者无法进入西岸西部大量的肥

沃土地，使社区隔离，使内部市场支离破碎。到 2009 年，近 9,000 德南的灌溉
土地被征用来建造障碍，现在，西岸的土地有 10%沦陷于隔离障碍与 1967 年边
界之间的“夹缝区”(世界银行，2009 年)。在该地区拥有土地的数千名巴勒斯坦
人必须从以色列当局获得难以获得的许可才能进入自己的土地并进行劳作。即使

申请被拒绝的比例很高，但农民在获得许可后仍然会发生另外的问题。农民也许

不能为工人获得进行农业劳动的许可；隔离障碍上的大门常常数天不开；在农民

经过隔离障碍时，他们必须通过大门运输农业设备并在当天运回，因为他们不得

在自己在“夹缝区”的土地上留存设备。 

  

 5 1德南等于 1,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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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自 2007 年，以色列封锁加沙，严格限制捕鱼以及进出口活动，使已经不景
气的农业部门每况愈下。以色列 2008 年 12 月/2009 年 1 月的军事占领及其后
果，使这种严峻的状况更形恶化。由于农业生产基础，如耕地、田地、树木、建

筑物、温室、苗圃、道路、灌溉网络和牲畜生产设施等等，都遭到大规模的破

坏，因此，产出和就业也遭受严重损失。农民也不得进入沿以色列边界 300 至
1,000米宽的“缓冲”区内的农田。到 2009年，加沙 46%的农田有的无法进入，
有的已荒芜(巴民族权力机构农业部，2010 年)。加沙的供水受到限制，地下水越
来越不适合用于农业和人的饮用，因为它的盐碱度高，受到未处理的废水的污

染，巴权力机构又没有能力来修建遭到破坏的基础设施。 

40.  巴勒斯坦的捕鱼业也几乎完全瘫痪，2000 年以来渔民捕鱼的范围越来越
小。在加沙海岸近海的捕鱼被限制在 3海里以外，而不是《奥斯陆协定》所规定
的 20 海里。此外，在允许捕鱼的海域的产量也有所下降，原因是过度捕鱼，以
及 2008年 12月以色列军事行动期间将污水处理设施破坏后污水倾倒入海，使这
些海域遭到污染。因此，自 2000年以来，渔民的人数减少了 66%。 

 B. 在获得水资源方面的障碍以及质量下降 

41.  1993年《奥斯陆协定》第 40条作出临时安排，由巴权力机构来开发和利用
巴勒斯坦的水资源。该条款只将西岸 3个含水层的四分之一的水(1亿 3,850万立
方米)规定给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则获得其余所有的水。第 40 条承认巴勒斯坦
的用水权，但在最后   前对这种权力不作界定。在五年的“临时安排”期间，
与水有关的决定应该经过双方同意而作出。但是，这项安排给予巴勒斯坦人的水

资源的比例太小。该临时安排在原定到期日以后却继续存在了 15 年以上。此
外，双方权力的不平等，以色列定居点的基础设施以及对 C 区的控制，都确保
了以色列对被占巴领土上水资源分配的绝对地位。 

42.  以色列控制着巴勒斯坦人采集的水的量，并对巴勒斯坦在水务基础设施方
面的投资拥有否决权，但巴权力机构却没有这种权力，也得不到以色列的用水数

据。以色列采集的水量一直超过第 40 条的规定，它夺取了巴勒斯坦 82%的地下
水，以用于其境内或定居点。这种过度抽水可能会使含水层枯竭，对未来巴勒斯

坦的水资源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巴民族权力机构农业部，2010 年)。同时，巴权力
机构和巴勒斯坦农民却没有权力建造水井来满足对水日益增长的需求，即使几乎

所有的水都源自西岸境内。实际上，以色列得到临时安排确定的份额更多的份

额，而巴勒斯坦人的所获则比这项安排的要少，它不得不从以色列进口 50%以上
的用水(Ma’an, 2010年)。  

43.  自从 1967 年的占领以来，巴勒斯坦人一直取不到约旦河的水以及注入约旦
河的自然泉水，再也不能予以作为农用了。如果可以获得约旦河的河水，那么巴

勒斯坦的供水量就会大为增加。此外，夺走西岸的土地来建造定居点，使以色列

当局对西岸 152个淡水泉所控制的数量的数量越来越多。因此，农业活动更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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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继，许多巴勒斯坦农民丧失了生活来源，被迫放弃耕作(人道主义事务协调
厅(人道厅)，2012年)。 

44.  加沙没有水源，所有的农用水都来自水井。关键问题是由于以下原因而使
水的质量恶化：(a) 2008年 12月和 2009年 1月期间以色列军事行动破坏了水务
基础设施，包括水井；(b) 持续性的封锁，阻碍巴权力机构重建被破坏的基础设
施。 

45.  由于对钻井和水务基础设施恢复的限制，巴勒斯坦人均采水量一直在下
降，到 2009 年只占以色列的 25%。此外，巴勒斯坦人只能得到西岸水系年补充
水量的 10%(巴民族权力机构国民经济部，2011年)。世界银行(2009 年)表示，巴
勒斯坦可灌溉土地只有 35%是实际上得到灌溉的，这使巴勒斯坦经济承受了惊人
的成本：110,000个就业岗位丧失，10%的 GDP损失。 

 C. 对进口投入品的限制和缺乏信用，降低了农业生产力 

46.  以色列出于安全禁止进口肥料，对巴勒斯坦农业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它造
成的问题小自基本肥料缺乏供应，大到高成本采用不可持续的替代品，使土壤质

量降低，造成生产力降低，利润减少。据估计，自从对化肥进口实行禁止以来，

农业生产力下降了 20%至 30%，但这项禁令不适用于在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巴
民族权力机构国民经济部，2011年)。 

47.  缺乏融资，是对巴勒斯坦农业的另一个严重制约因素。信贷极其有限，原
因是典型的农业生产单位都是小规模的，缺乏可接受的商业贷款担保品，由于气

候、价格波动和频频的政治冲击而造成农业生产的风险很高。每年的农业贷款需

求估计为 1亿 5千万美元(巴民族权力机构农业部，2010年)。尽管需求较少，但
由于其所涉的风险，贷款机构仍未能满足这项需求，例如，从 2011 年 1 月至 9
月，农业占银行私人信贷总额的比例只有 1%，而贸易、建筑和服务部门则分别
为 21%、17%和 16%(巴货币局等等，2012年)。 

 D. 橄榄产量长期下跌 

48.  橄榄树因其经济、社会、历史，乃至精神方面的意义而在巴勒斯坦人的生
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它的果实、油、沉淀物、木材和树叶等，都被全世界的巴

勒斯坦家庭用作巴勒斯坦主食的主要材料，用于制造肥皂、医药和燃料，制作装

饰性工艺品，以展示巴勒斯坦环境、社会和文化的丰富景观。橄榄树园在被占巴

领土上覆盖了 94 万德南的巴勒斯坦土地，即约占其总面积的 15%，通过与食品
业以及传统肥皂和工艺品等等其它行业的橄榄次级部门占农业总收入的 15%。它
还能减缓失业和贫穷的影响，每年提供了 300万到 400万天的季节性就业，支助
了 100,000 个巴勒斯坦家庭。但是，橄榄油产量在下降，从 2000-2004 年期间年
均产量 23,000 吨下降到 2007-2010 年期间的 14,000 吨。因此，2009 年的橄榄油
进口占国内需求的 50%(巴民族权力机构农业部，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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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巴勒斯坦农民面临多重挑战，使橄榄产量减少，质量降低。由于以色列对
农业投入品的限制，他们大幅度减少使用肥料。此外，特别是在收获季节，农民

进入自己的园林受到限制。例如在 2010 年，巴勒斯坦农民关于进入自己的“夹
缝区”的园林的申请有 40%遭到拒绝。隔离障碍上的大门开放时间有限，即使在
收获季节也是如此。此外，在西岸的定居点周围的巴勒斯坦橄榄树林遭到定居者

的连根拔除，破坏和烧毁。据估计，自 1967年以来，已经有 80万株高产橄榄树
被拔掉(巴民族权力机构国民经济部，2011 年)，而仅在 2011 年的前三个季度就
有 7,500多棵橄榄树被摧毁。 

 E. 农业应该对可持续发展发挥战略作用 

50.  尽管巴勒斯坦的农业自 1976 年以来遭受沉重损失，但它仍然是巴勒斯坦经
济中的一个复苏能力最强，最有战略性的部门，与其它部门相比，能够实现更

快，更持续地复苏。一些研究表明，消除对该部门的限制，完全无限制地获得土

地和水，进入市场，再加上对基础设施的充分投资，就能使 C 区和约旦河谷的
灌溉农业土地有大量的扩大，使农业增值上升到 GDP 的 25%以上(巴民族权力机
构国民经济部，2011年)。 

51.  目前，巴勒斯坦的农业也许只发挥了其潜力的四分之一，要予以发展，就
急需解决巴勒斯坦对土地和水资源无控制权(如果不是主权的话)的问题。没有控
制权，就难有机会设计和执行关于开发并最佳利用巴勒斯坦稀缺的土地和水资源

的计划。巴权力机构应该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考虑采取纠正行动，以弥补以色列

的限制对巴勒斯坦农业的影响，并就市场未能向农民提供充分的资金和保险作出

补偿。上述纠正措施可以采取对某些生产要素进行补贴的形式，以便对由于以色

列的禁止而造成的肥料稀缺和低质量问题进行补偿。这种措施也可以采取以下各

种方案的形式：就拔掉的树木向农民作补偿并重新植树的方案，在国内外推广巴

勒斯坦农产品的方案，土地改良和开垦的方案。但是，任何这种行动的一个前提

条件，是增加农业在巴权力机构的预算和捐助方支助中的份额。 

52.  农业部门是巴勒斯坦经济的一个主要支柱，它在维护巴勒斯坦土地和水，
防止被剥夺和割据方面发挥着战略作用。因此急需建立一个供资充分而非营利性

的公共农业开发银行。除了对执行上段所列的措施作出贡献以外，这种银行的任

务还有：分担农业活动的风险，向农民提供信贷和保险服务，支持营销和收获后

的业务，对农业和水务基础设施的提供资金和担保。 

 三. 贸发会议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 

 A. 框架和宗旨 

53.  按照联合国有关决议作出的重申，并根据贸发十大、十一大和十二大的授
权，以及最近于 2012年 4月在多哈举行贸发十三大的授权，贸发会议在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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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处理独立的社会经济情况，并为一个主权的巴勒斯坦国所

需的人力和体制能力开展建设。 

54.  在《多哈授权》第 31(m)段中，成员国展叙并延长了贸发会议的授权，即：
通过评估巴被占领土的经济发展前景和审查对贸易和发展的障碍来援助巴勒斯坦

人民。成员国还请贸发会议“作为国际社会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承诺的一部

分，通过投入十足的资源和有效的业务活动，加强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的方

案，并从而按照《阿克拉协议》的规定，缓解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不利的经济和

社会状况。” 

55.  贸发会议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利用了它通过将近三十年持续为巴勒
斯坦的发展提供实质性支持中积累起来的对巴勒斯坦经济的全面了解。贸发会议

的工作以及分析和政策研究，都力争加强巴勒斯坦公共部门的体制能力和支持巴

勒斯坦私营部门。为克服资金短缺和实地的困难条件，贸发会议继续采用有选择

业务模式，以应对巴勒斯坦人民不断变化的需求。 

56.  关于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技术援助的多方面方案，吸取了贸发会议的全部
经验，并载于巴权力机构、巴勒斯坦私营部门、民间组织、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

际组织的密切合作下予以执行。这项方案强调对贸易、金融和企业发展进行相

互关联的处理，并分成以下四个组类开展技术援助活动：(a) 贸易政策和战
略，(b) 贸易便利化和物流，(c) 经营和发展，(d) 企业、投资和竞争政策。虽然
上述组类可以独立于任何其他的发展背景予以处理，但巴被占领土的情况特殊，

因此贸发会议的贡献就更为重要。 

 B. 当前在开展的业务活动 

57.  作为当前对巴勒斯坦私营部门体制建设和加强巴勒斯坦托运人理事会作出
贡献的一部分，贸发会议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签订了一项价值 210万美元的捐款
协议，以便为一项题为“发展巴勒斯坦贸易便利化能力”的三年期技术合作项目

提供资金。项目的执行始于 2011 年 4 月。项目的目标是，加强提高托运人对贸
易便利化方面国际承认的最佳做法的认识，向托运人和决策者在贸易便利化领域

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以建立巴勒斯坦托运人(出口商和进口商)的知识基础。
2011 年委托就巴勒斯坦贸易便利化问题开展研究，举行了两次讲习班，70 多人
参加了培训。 

58.  2011 年，贸发会议援助巴勒斯坦人民股与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签署了一份
“谅解备忘录”，以提高巴统计局的经济建模和预报能力，并提高巴权力机构编

制、评价并解释经济、人口和劳动力指标的能力。在这方面，贸发会议开展了一

项为期一周的培训方案，以训练巴权力机构和巴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使用巴勒斯坦

经济的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贸发会议将其巴勒斯坦经济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转

交给了巴统计局。该模型已经在用于，并将继续用于编制巴统计局的官方经济预

报。贸发会议将在需要的时候继续向巴权力机构和巴统计局提供有关的培训和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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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这项活动的另一个目标是提高巴权力机构拟订替代经济政策的能力，这是贸

发会议在它的研究和政策建议中一直强调的。 

59.  贸发会议在 2011 年继续开展支持巴勒斯坦海关的活动。随着前 3 个项目取
得的重大成就，贸发会议自 1999 年起一直在建设巴勒斯坦海关的能力和使之现
代化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贸发会议的贡献有：实行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向

巴权力机构的职司人员和信通技术人员以及私营部门的代理人提供广泛的培训。

因此，巴勒斯坦海关局能够实行新的海关程序，加强海关控制，大大加强了税

收，更有效地实行与以色列海关系统的接口。在上述成就的基础上，并与巴权力

机构协调，贸发会议于 2011 年编制了一份关于采取新的干预行动的项目文件，
以巩固以前取得的成果，并将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转交给巴权力机构。欧盟委员

会同意为新的技术合作项目供资，该项目预期在 2012年开始。 

60.  在题为“为在亚洲和北非阿拉伯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促进次区域以增长
为导向的经济和贸易政策”的项目下开展了各项研究和讨论，从而就扶贫贸易和

增长战略、基础设施和体制的问题出版了一部著作，以促进贸易统计数据的区域

一体化和协调。这本著作的阿拉伯文和英文版已经于 2012 年初出版。贸发会议
成功地于 2011 年初完成了这项“第六批发展账户”项目的执行工作。该项目有
利于巴被占领土和其他四个阿拉伯国家，为参加该项目的经济体的决策者、贸发

会议工作人员以及专家之间交换意见和交流经验提供了一个平台。 

61.  贸发会议承办并培训巴勒斯坦外交官，于 2011 年 9 月将他们介绍进日内瓦
的联合国系统。这项工作是与巴勒斯坦权力司(联合国政治事务部的一个司)合作
开展的，是关于加深巴权力机构外交官对联合国系统的了解的年度项目的一部

分。培训范围包括贸发会议的工作范围，其中包括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会议以及

联合国在日内瓦的其他机构的工作。 

 C. 资源的筹集、协调和统一 

62.  去年，贸发会议对巴被占领土开展了几次访问，与巴权力机构的有关工作
人员和官员进行了会晤，确保在各层面上的统一。此外，贸发会议还通过它在当

前提供的咨询服务、能力建设和培训等加强与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的联系。贸发

会议还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以及在巴被占领土上工作的所有联合国机构和捐助国

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63.  2010年 12月，贸发会议国家工作队核准了贸发会议的建议，以便将联合国
机构间贸易和生产能力小组介绍到巴被占领土。这项倡议的目的是在一个活跃的

框架内发展巴勒斯坦的贸易和生产部门，以促进以下两方面工作的相互协同：人

道主义干预和建设巴勒斯坦生产基础；协调和统一联合国所有机构涉及到该小组

的活动。在巴被占领土上落实这项倡议，需要预算外资源。 

64.  要保持贸发会议取得的成就，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发展，就必须要筹集额外
的资源，以解决被占领下的巴勒斯坦经济的特别需求，并提供实质性的咨询服务

和技术合作活动。虽然预算外资金在 2011 年有所增加，但贸发会议仍然需要更
多的资源，以便在今后几年按照《多哈授权》扩大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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